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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充分协调好各财务主体之

间的财务关系

（1）建立多元化的财务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

理财主体应进一步细分和多元化。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指与企业之间拥有正式的、官方的或契约的关系，包

括财务资本所有者（股东）、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员

工）、政府、顾客等；另一类包括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消

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所在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及其财

务要求都应当被看成是企业理财的重要内容，其中第一类

是最主要的。
（2）重新确立财务管理目标。第一，财务目标多元化。

知识经济的到来，扩展了企业资本范围，改变了企业资本结

构，知识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且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企

业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因此，财务目标

不仅要考虑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债务人的

偿债能力最大化、政府的社会经济贡献最大化、社会公众的

社会经济责任和绩效最大化的财务要求，更要考虑人力资

本所有者（经营者与员工）的薪金收入最大化和参与企业税

后利润分配的财务要求。特别是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我国，

能在财务目标多元化下，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人力资本

的利润分享制度，使企业经理及职工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的

赢利、他们个人资产积累与增长和企业长远发展紧密联系

在一起，将更有利于强化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财务责任社会化。在知识

经济时代，企业既要考虑资本投入者的财务要求，又要兼顾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财务要求，并在这两种财务要求之

间谋求均衡。这样，既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也有助

于其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3）建立反映知识资本价值的财务评价指标。随着知识

经济的到来，建立起对知识资本价值进行评价的财务指标

已是必然，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反映一个企业今后的发

展潜力及趋势；二是反映一个企业存在的缺点和潜在的风

险。企业的管理者、投资者、债权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要想

不作出错误的决策，必然会关注反映企业知识资本价值的

财务指标，以了解某些有价值的公司，发现一些繁荣公司中

潜伏的危机。
2、强化风险管理，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

（1）强化风险管理。首先要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意

识，及时调整财务人员适应新环境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够

具有及时发现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充分利用信

息网加强调查研究，运用科学方法对投资项目进行预测，提

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减少和避免因投资失误而

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损失。
（2）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由

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

均越来越快，这就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但信息的网

络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又必然要求

各企业之间相互沟通与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因此，企业财

务人员在作财务决策与日常管理中，既要善于抓住机遇，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容应付风险的挑战，趋利避害；又能灵

活处理和协调企业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

竞争与合作相统一，以增强企业自身及其它企业抗风险的

能力，使各方的经济利益达到和谐统一。
3、把无形资产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点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无形资产成为企业最主要或最重

要的投资对象，投资决策的重点应以无形资产为主，效益评

价的标准应从企业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以是否给企业

带来人力资源积累、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增强企业创新能

力及持续发展的动力为杠杆，制定具体反映无形资产投资

效益的指标。
4、改革财务机构，提高财务人员素质，以增强企业理

财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对高素质财务人员的要求，首先

必须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对传统的理财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和方法进行调整，从社会实践提取实证教学素材，对学生实

施创新教育，既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又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其次，改革现有企

业财务管理体制，分设财务与会计机构，明确各自的职责，

促使财务人员调整现有的知识结构，努力适应信息化、知识

化理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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